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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原为费正清、崔瑞德共任全书主编的《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于1986年在
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
《剑桥中国史》不是按卷次先后印行的，在这卷之前，第10、11和3卷业已先后问世，并且已经由中国
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编译室翻译出来，以《剑桥中国晚清史》、《剑桥中国隋唐史》为题出版了。
现在历史所的朋友们又译成《剑桥中国秦汉史》，要我在书端写几句话，我既感欣幸，又颇为惶恐。
我在秦汉史方面学力有限，本没有着笔的资格，但承鲁惟一先生盛意，在本卷出书后即行寄赠，得以
成为国内最早读者之一。
细绎全卷，曾将一些感想写作书评，发表在《史学情报》上，其中即呼吁赶快把这卷书翻译出来。
现在经过历史所各位努力，这个愿望实现了，写一篇小序确实是我的义务。
    《剑桥中国史》规模宏大，集中了西方研究中国史的许多学者的力量，本卷也不例外。
全卷16章，原文多达981页，分别执笔的学者大都对章节论述的范围有长期深入的研究。
例如第1章《秦国和秦帝国》的作者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退休教授卜德，30年代即已出版《中国的第一
个统一者》一书；第3章《王莽，汉之中兴，后汉》的作者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教授毕汉斯，著有《汉
朝的中兴》；第6章《汉朝的对外关系》的作者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余英时，著有《汉代的贸易和
扩张》；第9章《秦汉法律》的作者荷兰莱顿大学退休教授何四维，著有《秦法律残简》、《汉法律
残简》；第7章《政府的结构与活动》、第12章《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景》等的作者英国剑桥大学东方
学院鲁惟一博士，著有《汉代的行政记录》、《通往仙境之路》等书，诸如此类，不遑枚举。
还有的学者，如法国法兰西学院的戴密微、日本东京大学退休教授西嵨定生等，更是大家所熟悉的。
因此，本卷的作者阵容在西方学术界可称极一时之选，这部书也可谓西方研究中国秦汉史的结晶。
　　西方对秦汉史的研究有相当长的历史。
本卷《导论》对此有概括叙述，一直上溯到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卫匡国的著作。
中国的二十四史始于《史记》、《汉书》，读史者也总是从前四史入手，所以一接触中国史就是秦汉
，同时秦汉在整个中国史上又有其特殊的重要位置。
西方学者研究秦汉史的较多，成绩也较丰硕。
看本卷所附参考文献目录，便可得到相当的印象。
这部《剑桥中国秦汉史》，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加以综合和提高的。
不很熟悉西方研究情况的读者，通过本卷不难知其涯略。
卷中引用日本学者的论著也很多，足供读者参取。
　　这部书有几个特点，想在这里介绍一下。
　　首先是秦汉史列为《剑桥中国史》的第1卷，这一点恐怕是国内读者不易理解，而且是会有较大
意见的。
《剑桥中国史》的总主编序对此曾有说明，他们提到，在筹划编著这部巨著的时候，本想从中国史的
开端写起，可是我国的考古发现日新月异，70年代以来更有进一步扩大的倾向，把中国史前史以至公
元前第一千纪的历史面貌几乎彻底改变了，而现在还没有能把崭新的考古材料与传统的文献记载融会
贯通而成公认的成果，因而全书只好从有大量可靠文献依据的秦汉开始。
这种看法，和晚清以来疑古思潮的见解是有实质差别的。
　　《剑桥中国秦汉史》广泛引用了文献材料，而且很注意文献的辨伪和考订，这是不少西方中国学
家一贯坚持的作风。
大家可以看到，本卷各章中的引文，大多注意了使用经过整理校订的版本，包括中国、日本以及西方
学者的各种注释。
卷中图表也尽量做到有足够的文献依据。
这是作者很重视文献的一种表现。
　　这样说，并不意味本卷的写作不重视运用考古材料。
相反的，本卷不少作者都征引了中国考古学的重要成果。
例如都城的发掘和一批大墓的发现，在书中好几个章节得到介绍引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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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有关经济史和社会生活史的部分，涉及考古材料的地方更多。
由于本卷作者有几位是秦汉简牍帛书研究的专家，他们写作的章节引用这方面材料，取得很好的效果
。
比如论法律时，征引云梦睡虎地秦简；论屯戍时，征引敦煌、居延等地汉简，使这些专门的研究汇合
到历史的论述中去。
中国的学者研究秦汉史，也是这样做的，但当前还有人在谈考古对历史研究的贡献时，总是过多地强
调先秦，对秦汉考古重视不够，应该说这是不很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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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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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总编辑序本卷序言汉代的度量衡汉代的帝系导言  文字史料及它们的问题  考古物证  历史学研究  秦汉
两个早期帝国的特有的发展第一章  秦国和秦帝国  政治和社会背景  秦国:最初的几个世纪，公元前897
？
——前361年  实行变运河，公元前361-前338年  军事的壮大，公元前338-前250年  最后的征服与胜利，
公元前250——前221年  胜利的原因  秦帝国：改革，成就和暴政，公元前221——前210年  帝国时期的
思想潮流  秦的崩溃，公元前210-前206年  崩溃的原因  附录一 史料和现代研究  附录二 《史记》中的窜
改增添部分  附录三 《史记》及其他史料的统计数字第二章  前汉  政治史的模式  王朝的建立，公元
前210-前195年  汉帝国的巩固，公元前195-前141年  时新派政策的充分发挥，公元前141-前87年  过渡时
期，公元前87-前49年  改造和衰落，公元前49-公元6年第三章  王莽，汉之中兴，后汉  王莽的崛起  王
莽的统治，公元9-23年  汉代的中兴  后汉第四章  政府的管理与存亡攸关的问题，公元57-167年  明帝与
章帝统治时期，公元57-88年  和帝、殇帝与安帝统治时期，公元88-125年  顺帝统治时期，公元126-144
年  ⋯⋯第五章  汉代的灭亡第六章  汉朝的对外关系第七章  政府的机构与活动第八章  后汉的制度第九
章  秦汉法律第十章  前汉的社会经济史第十一章  后汉的经济和社会史第十二章  宗教和知识文化的背
景第十三章  主权的概念第十四章  儒家各派的发展第十五章  后汉的儒家、法家和道家思想第十六章  
汉代至隋代之间的哲学与宗教参考书目后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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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一章 秦国和秦帝国　　长期以来，秦作为一个小国或诸侯国而存在，然后又作为一个大的王朝
和帝国存在了很短一段时期。
作为一个国家，其起源在传统上可追溯到公元前897年，但需过500年，约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它才开
始朝一统天下的方向发展。
对比之下，秦王朝和帝国只维持了15年，然后在产生随之而来的汉王朝（公元前206_A元220年）的内
战中于公元前206年灭亡。
可是这些年的政治和文化变化是如此重要，以致这些变化赋予这个时代的重要性与它的短暂性完全不
相称。
　　标志着从诸侯国向帝国过渡的公元前221年，因而是本世纪发生革命性变化前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
一个年份。
说明帝国的威名甚至远扬于中华世界以外的例子是，秦（ Ch'in）这一名称很可能是英语“中国”
（China）及各种非汉语中其他同源名称的原型。
例如，“Thi-nai”和“Sinai”就作为这个国家的名称出现在公元1、2世纪的希腊和罗马著作中。
但是，中国人由于秦帝国统治的暴政，对它始终非常憎恨，因而反而很少用这个名称来指代自己；他
们在过去和现在都用“中国”这一常见的名称来称呼自己。
　　在这一章的附录1中，本书将批判性地列举主要的史料和近代研究著作。
在这里只提一下：最重要的单项史料是司马迁的不朽的《史记》，此书包括从远古传说时代至公元
前100年前后的全部中国历史。
它的卷五和卷六两卷提供了秦国和秦帝国自始至终的大事编年史，是本章叙事的基本史料，除非另有
注明。
此外《史记》包括的本纪、书和列传的其他各卷对秦来说也同样重要。
沙畹的《（史记）译注》把《史记》的许多（但不是全部）部分译成了法文。
　　附录1还涉及《史记》及其他文献材料在研究秦史方面的局限性，同时还提到考古学对研究古代
中国的学者的日益增加的重要性。
附录列举的几个考古发现中占突出地位的是1975年从一个墓葬中发掘出来的一批秦代的法律文书。
这些文书将经常被提到。
　　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前秦史的任何有意义的考察的一个开端，我们必须从广义
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
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动摇着中华世界的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尤为重要。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1025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
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或其紧密盟友、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
。
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分期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
约170个政治实体。
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
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
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
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
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
近的第二个，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
的大部分政治权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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